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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发芽后的管理技术

从来不种地的农民，现在种地了
——重庆潼南新集体经济发展见闻

新华社记者 王晓曈 王全超

2020年，重庆市潼南区双江镇专门成立重庆市
联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探索“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引导全镇21个村（社区）抱团发
展集体经济，培育起花椒、南瓜、南高梅等产业，为乡
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土地入股激发种地热情

在重庆市潼南区双江镇管
店村的花椒种植基地，刘英挥
着锄头，清理花椒树周围的杂
草，不时停下来翻动叶片，检
查作物是否有滋生病虫害的
苗头。

45岁的刘英虽然是地
道的农民，也一直有承包地，
但她去年才第一次开始种
地。那时候，双江镇成立了由
21个村（社区）组建的重庆联耕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家里的土地
在公司入了股，她才有了种地的热
情。“现在种一天地收入60元钱，一个
月就有1500多元收入，比以前强多了。”刘

英说。
刘英一边种地，一边照看小儿子上学，丈夫和大

儿子赚的钱，足够一家人舒舒服服地生活。对她来
说，与之前在外打工相比，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家

人能生活在一起。
作为以土地入股的“股民”，

刘英对庄稼悉心照料。“花椒种
得越好，卖的钱越多，我分红

越多。”她说。有一次，刘英
在干活的时候发现，花椒
叶片下面长出了黑色斑
点。没什么种植经验的
她急忙拨通了重庆联耕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
术员张升平的电话，张
升平很快赶过来，确认
了病虫害的种类，帮助
她解决了问题。

张升平说，新集体经济
的发展不仅能吸引当地劳

动力，也能通过引进专业技术
人才“授人以渔”，将先进的种植

技术和种植经验带给老百姓。

环境改善激励建设信心

新集体经济促进了乡村振兴，也引回了很多在外
打拼的游子。在离开家的第18个年头，33岁的管店
村村民全清杰带着打工赚的钱回到村里。“小时候走
在家乡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走一步就沾到一脚的
泥。”全清杰回忆说，“现在公路村村通、户户通，给我
们年轻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家乡的变化，激发了
他建设家园的信心。

虽然从未干过农活，但在推动新集体经济发展的
过程中，全清杰也开始种地了。通过学习，他发现家
乡的土壤、气候具备种植南瓜、南高梅等作物的优势，
只是销路难打开。“我打工时做过直播带货，有一些经
验，希望把这些新技术、新宣传模式带回家乡。”他说。

蹲下身，全清杰细致地查看刚栽种的南瓜幼苗。
幼苗上铺着一层保持土壤的盖布，在山上蜿蜒成一条
条白色的长带。镇上的百姓都盼望，到了秋天，这里
能变成一片橙绿相间的丰收景象。

在重庆联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有产业发展当
中，双江镇共有贫困户入股土地508.4亩，解决就业人
口600余人。双江镇相关领导表示，这个镇推动乡村
振兴的最大优势就是新集体经济优势，它能有效促进
产业间和资源间的系统集成、高效联动。

枣树发芽期是全年第一个关键时
期，尤其是枣树发芽后必须加强管理，
可以使幼芽、嫩叶、花蕾免受病虫为害，
保证枣树健壮生长，为枣树稳产丰产打
下坚实基础。

1.病虫防治。4月气温上升，空气
湿度和温度为感染枣树干腐病创造了条件，各果
园应加紧防治。对于有干腐病的新栽树木可用10
倍的碱水涂抹树干，也可用100～200倍辛菌胺喷
树干，间隔5天，一共喷两次。需要注意的是，如
果用辛菌胺全树喷药防治，一定要兑水400～500
倍，以防烧伤新芽。

2.修剪技术。其一，抹芽。枣树萌芽后，当
嫩芽长到5～10厘米时，把骨干枝上不需要的萌
芽及时抹掉，可节约营养，提高坐果率。无发展
空间的芽，特别是剪锯口无用的芽及早抹去。其
二，拉枝。拉枝可使树体快速成形、缓和生长势、
提高坐果率，尤其是冬枣，采用此技术非常关
键。方法是将直立枝拉至70°～80°，使结果
枝均匀分布。开张角度时，要防止枝条劈裂，枝
条不能拉成弓形。

3.施肥浇水。对于上年秋末没有施基肥的
果园，结合深翻施肥。基肥要以经过高温发酵腐
熟的有机肥如鸡粪、羊粪为主，并配施少量的速效
化肥。一般亩施有机肥在2000千克以上，加磷酸
二铵50千克、尿素40千克、硫酸钾40千克。施肥
方法可采取放射状沟施、环状沟施或条状沟施
等。施肥后浇透水，也可结合浇水每亩冲施肥料
10千克，快速满足树体的需要，浇水量以浸透果树
耕作层为佳。

（本报综合）

农产品加工业横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领
域，是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近
日，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召开“科技创新引领农产品加
工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0年我国农
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超过23.2万亿元，与农业产值之
比接近2.4:1，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7.5%，科技对农产
品加工产业发展的贡献率达到63%。当前，我国农
产品加工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了由整体跟跑向

“三跑”并存转变，为农产品加工业长久稳定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一是在生鲜农产品动态保鲜与冷链物流、

产地初加工、小麦制粉、低温榨油、冷却肉加工、传
统食品工业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制
粉、榨油、榨汁、畜禽屠宰分割等关键核心装备实
现从依靠引进向自主制造转变，过去十年间，我国
大宗粮油产后损失由 10%左右降低到6%以下，大
宗果蔬产后损失由30%左右降低到25%以下，畜禽
宰后损失由 10%降低到8%以下；二是建立较完善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标准法规体系，2019年国
家监督抽检 33 大类 24.4 万批次食品样品，平均合
格率达97.6%，为“安全、营养、美味”健康食品为主
导的农产品加工业和现代流通业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科技支撑。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科技贡献率达63%
■李丽颖

双江镇管店村村民全清杰双江镇管店村村民全清杰
在花椒种植基地管护花椒在花椒种植基地管护花椒。。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王全超 摄摄

从“怀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动物科普研学基地
项目”，到“怀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冷链物流园（冰雪
世界）项目”，再到“龙脑樟”系列产品销售项目……
在怀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随着一个个涉农项目的
引进落地，产业集聚发展呈现“加速度”。

2020年，怀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还与华南农业
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在科研成果推广、技术研发、
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合作，签订了园校合作协议，并
引入“华农181高端红茶品种育苗科研基地”“中药材
凉粉草种苗培育及种植技术研发推广中心”两个项
目，以项目为基础进一步探索高校与园区合作共赢
发展的新模式。

与此同时，园区不断提升创新服务能力，重点推
进侗医药研究、水稻育种研究、刺葡萄种植及加工、
南美白对虾淡水化养殖集成技术研究等课题；会同
怀化市科技局对园区创新能力建设的五个子课题进
行现场评价，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引擎、增添
了强劲动力。园区完成省级星创天地申报，着力推
进农产品仓储物流中心、农产品加工中心、物资配送
中心、电商发展中心与青年创业服务中心五大中心
建设。

“近年来，我们立足怀化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

和产业基础，形成了以山地生态农业为主题，以中医
药健康产业为主导产业，以杂交水稻种业、果蔬种植
及加工为辅助产业的‘1+2’产业发展格局，走出了一
条‘山上建基地、山下搞加工、山外拓市场、科技创高
效’的发展路子。”怀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相关负责
人说。

今年以来，怀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突出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区（以下简称农高区）的创
建。拟划出80~100平方公里区域作为农高区的核心
主体区域，园区充分整合城东高校集中区域湖南医
药学院、怀化学院等院校创新资源，整合鹤城阳塘工
业园区、中方泸阳工业园区等基础条件，依托九丰农
业集团、佳惠集团、博世康公司等农业高新技术企
业，包装打造一个以中医药健康产业为主导的有特
色的国家级园区。

同时，园区突出打造重点产业，坚持把重点产
业招商作为重头戏。结合怀化市中药材产业优势
及园区总体规划及主导产业定位，园区加快推进
武陵山片区生态药材推广服务平台暨交易中心项
目；全面链接京东云计算有限公司农业全产业链
的服务资源，加快推进生态药材线下标准化仓储、
加工、交易中心项目的合作进程；加快推进天然冰
片加工及其系列产品生产基地项目核心条款的洽
谈，并推进玺缘居生态循环农牧水产养殖项目合
作洽谈。

湖南怀化：创新农业科技加速产业集聚
通讯员 吴湘怀 姚祖军 张汝凤 本报记者 何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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